
臺灣頭要塞區

徜徉於國立臺灣圖書館所典藏的「臺灣記憶」歷史文獻，有

為數不少的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發行的基隆風景寫真明信片，正

面是基隆港的全景或基隆各風景名勝景點，背面除了貼郵票的框

線，還印有「基隆要塞司令部許可第ххх號」字樣。「基隆要

塞司令部」，對許多人來說是一個極陌生的字眼，而且一張普通

的風景明信片的印行要經過「基隆要塞司令部」的許可，更讓人

覺得很不可思議。

位於半山壁上的基隆要塞司令官邸是一處構造精緻的日式木造建築。

歷史上，基隆的軍事管轄範圍並不止

於基隆，還擴及澳底、金山、淡水、新竹

和後龍等地區，幾乎涵蓋了整個北臺灣。

當這樣的陳述從專長島嶼學和臺灣海洋史

的學者口中講出，坐在台下的我們莫不露

出驚訝的眼神。這要從發生在西元 1884年

到 1885年的清法戰爭基隆之役說起，沒有

城牆的基隆在一天內就被船堅砲利的法軍

攻克，基隆各砲台也在法軍的砲擊中幾乎

全毀，然而就在法軍登陸基隆後，卻遭遇

到退守山頭的清守軍頑強抵抗，形成拉鋸

戰，甚至幾度交戰後，法軍還被迫撤回到

海上的船艦，清軍靠著基隆多山的天險和

多雨的氣候，讓法軍吃足了苦頭，直至法

軍染役戰力折損過半。半年後，清法停戰，

法軍黯然撤離基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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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塞司令官邸

預約參觀開放時間：
星期二 ~六 13:00–17:00
星期日 09:00–12:00；13:00–17:00
預約辦法：
目前採 10~30人團體預約參觀、導覽，需提前向基隆市文化局提出申請。
自行開車：
至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 230號
大眾運輸：
搭乘基隆市公車 101、104號於「中正區行政大樓」下車即可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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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場戰役，讓後來的日本意識到

基隆在臺灣島防禦上的重要性，西元 1895

年日軍登陸澳底後即成立「臨時基隆堡壘

團守備要塞砲兵大隊」，大量興建基隆港

砲台工事，並改建清代砲台，整合建構為

「要塞區」的防禦火網，並於西元 1903年

5月設置基隆要塞司令部，成為日治時期

北臺灣的軍事指揮中心，管轄範圍更縱深

入竹苗。

目光拉回到這一幀幀布滿了時間之痕

的風景明信片。風景明信片，日文稱為「繪

葉書」。日治時期，隨著臺灣各地治安與

建設日趨完善，旅遊風氣興起，繪葉書亦

開始流行。為滿足遊客的需求，當時市售

的各式各樣繪葉書，有來自臺灣總督府官

方製作發行的，也有民間經營的寫真館（照

相館）發行的，至於作品形式，有攝影照

片，也有水彩手繪作品，內容涵蓋臺灣主

要城市的風貌、名勝古蹟、社會風俗、原

住民族及物產等題材。對照今昔，頗能感

受百年來臺灣所歷經的社會變遷，當年這

些明信片上的景物，如今多已消失或改變，

惟並不陌生的地名透過泛黃的紙張呈現，

引人思古之幽情。

而其中印上「基隆要塞司令部許可」

標記的風景明信片，更顯出其歷史時空的

獨特性。大沙灣海水浴場、大基隆港、基

隆街景、社寮島⋯這樣的明信片呈現出一

片祥和之氣，似乎訴說著時代寫下的快樂

園。

大沙灣海水浴場

在一個雨天的假日早晨，我來到坐落

於基隆港東岸的基隆要塞司令部官邸，官

邸內動態的影像不斷複述著，似乎要將已

經漸被世人遺忘的大沙灣這個歷史記憶喚

醒。站在花木扶疏的日式庭園裡，放眼望

去，基隆港在雨霧中靜止凝固。時間拉回

不到百年之前，這裡曾是日式屋舍林立的

海濱住宅區，面海的一側曾有一條鋪著金

黃色細沙的海灘，絡繹不絕的遊人會在夏

日前來戲水，在海天的交界線之間，美麗

的海浪承接著許多人的青春回憶。這就是

全臺第一座海水浴場－大沙灣海水浴場，

從官邸可以看到她的全貌，那時的大沙灣

海水浴場讓基隆成了一個快樂園。時至今

日，即使站上官邸的高台，也看不到海水

連天的畫面，高低錯落的屋舍遮蔽了可以

看到海的視線，許多舊日的故事已隨街景

的變遷而消散，如今只能聞到海風還有偶

鳴的汽車聲響。

圍繞著官邸的紅磚牆外，有一件復刻

的大型紙雕創作，立體的雕琢描繪出大沙

灣海水浴場曾經的歲月風光，沙灘、海水、

快樂園，訴說著時代的記憶。

建於西元 1931年的基隆要塞司令官

邸，原為日治時期經營「流水巴士」的雞

籠流水公車社社長流水偉助（はしびらい

のすけ）的私宅，流水先生委託木材商人

建蓋了這座宅邸。民國 35年國民政府來

臺，依然沿襲日治基隆要塞的防禦體制，

但原本的要塞司令官邸在戰時受砲擊毀

損，國民政府將流水偉助社長的舊宅作為

新的司令官邸。西元 1977年末代司令姜繼

斌於司令部裁撤後，與家人遷離，屋宅便

委託親戚代管，分租給李濟捷先生及其家

人。直至軍方欲改建之前，李家人都住在

此處，長達 25年，因而此宅在當地人口中

又有「李宅」之稱。

這座昔日面擁大沙灣海水浴場全貌的

宅邸，座落於半山壁上，踞高臨下，不僅

寬闊舒適，還有精緻的庭園和以碎花磚鋪

設的魚池。漫步其間，可以感受當年的生

活雅趣與昔日官邸的豪奢氣派。尤其從裡

到外，大面積且造型不一、別具一格的木

窗頗能看出主人的品味，這些可移動的落

地窗除了採光的作用，更方便跨出戶外，

讓窗多了門的互通，透過窗的穿透性，房

前屋後的植栽變成綠意盎然的窗景，很有

幾分清香破窗入的意境。但基隆常遭東北

季風和颱風的侵擾，這些全玻璃的木窗很

難抵禦，於是主人很巧妙地在每扇落地窗

旁都做了暗牆，隱藏可以推拉出的門板，

如同舊時的商鋪，打烊時將一片片門板遮

❶ 漫步其間，可以感受當年主人的生活雅趣與昔日官邸的
豪奢氣派。

❷ 屋內每扇落地窗旁都做了暗牆，隱藏可以推拉出的門
板，以抵禦東北季風和颱風的侵擾。

❷

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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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店面，如此巧思，即使外面風強雨驟，

屋內也能高枕無憂。考量到基隆潮濕多雨

的氣候，整座宅邸都做了墊高架空的基礎，

為了讓參觀者看得更仔細，在進行宅邸的

古蹟修復時，特地於一間室內設計了一塊

可透視建構基礎的玻璃地板，高床式的架

空基礎便一覽無遺。

那些日式屋舍林立的海濱住宅區，今

安在？站在爬滿藤蔓的紅牆上，官邸的工

作人員指著右前方的一片空地，只有那幢

基隆要塞司令部校官眷舍重新修復，其他

的都蕩然無存了。

和洋混搭的建築風格

日治時期，為了接應離鄉背井來臺任

職的日籍官員，臺灣總督府頒訂官舍設計

標準，在臺灣各地興建了不少官舍。基隆

現存的校官眷舍，考證應為第四等官舍，

可供職等為校尉以下的軍官及其眷屬所居

住。為了適應基隆潮濕多雨的氣候，這樣

的屋舍雖有經典的日式外觀，在細節上實

有加長屋簷、架高地板，以及擴大排水溝

開口的微幅修正。就建築風格而言，外部

的「南京下見」英式雨淋板，以及不使用

榻榻米的木地板接應室（會客室），則反

映了日本人在明治和大正時期流行的混洋

風設計方式，使得這樣的建築具有獨特的

本地與現代特色。

目前登錄為市定古蹟的校官眷舍，落

成於西元 1929年，為相鄰的兩棟建築物，

格局大致相同，惟於修復工程設計前，門

牌號 113的建築物已毀壞倒塌，故僅完整

保留磚束基礎、浴室及廚房等殘跡，以利

參觀民眾將其與修復完成之 111號建築相

互對照。

磚束基礎，即日文中的「床束」，中

文稱為「獨立基礎」，是日式木造建築的

根基部分。臺灣與日本的「床束」做法迥

異，原因就是臺灣環境潮濕，「床束」位

於又暗又濕的地方，易生白蟻，於是臺灣

日式住宅的「床束」便改為使用磚造及混

凝土為主，通稱為「磚束」。

原址所保留的這種高床式的架空磚束

基礎，可使地面潮氣快速散去，減少構材

受潮、腐朽和白蟻蛀蝕的危害，從磚束的

高度來看，也較臺灣其他縣市為高，實因

基隆多雨潮濕的氣候更甚。

移步到已經修復完成的111號建築前，

可見雨淋板下的基礎為混凝土造，這是臺

灣大多數日式木造建築共有的特徵，也是

防潮、防蟲的考量。室內的部分比較特別

的是「台所（廚房）」和「風呂（浴室）」，

由於這兩項設施配置都需要使用到水和

火，所以在大多數日式建築中兩者是相鄰

的。這棟屋舍中，最右側的落地窗旁的長

條空間，前端隔為「台所」，後端則為「風

呂」，玻璃窗上用紅磚砌成的兩個通風口，

則分別緊鄰著廚房的灶台，以及後方浴室

的熱水系統，浴室的地面鋪著碎花磚，旁

邊另有單獨隔開的馬桶。看著這樣的設計，

腦海中浮現出一幅溫暖的畫面，寒冬裡，

這家人不但有熱飯菜可食，也可以用木桶

泡個熱呼呼的熱水澡，足見當年日式官舍

中的生活品質。

可能當年的屋舍還沒有通自來水，所

以屋子的後方有一口水井，煮飯燒水都要

從這口井中取用。

石圍遺構成軍事要塞證明

除了校官眷舍，真正的考古發現是屋

舍旁開闊空地上的「大沙灣石圍遺構」，

研究發現，這處殘留的石圍是清代基隆防

禦性建築的一部分。大沙灣地區因地勢平

坦，歷來是外力入侵的著陸點，為了抵擋

外侮，大沙灣及其延伸的二沙灣和三沙灣

一帶，便成為砲台聚集的軍事要地。但大

❶ 參觀者透過一塊可透視磚束基礎的玻璃地板，高床式的架空
磚束基礎便一覽無遺。

❷ 市定古蹟的基隆要塞校官眷舍，落成於西元 1929年，為相鄰
的兩棟建築物。

❸ 修復完成的 111號建築，可見雨淋板下的基礎為混凝土造，
這是臺灣大多數日式木造建築共有的特徵。

❸ 室內比較特別的是「台所（廚房）」和「風呂（浴室）」，
在大多數日式建築中兩者是相鄰的。這棟屋舍中，鏡頭前端

的為「台所」，後端則為「風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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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隆要塞司令部廳舍，建成於西元 1929

年，為日治時期北臺灣要塞最高指揮中心。

其平面格局為 T字形，左右對稱，二樓為

司令官、副官、參謀部辦公室、會議室及

高等官食堂；一樓為工兵部、砲兵部辦公

室及判任官食堂。這棟建築的設計者是當

時的陸軍技師淺井新一（あざい しんい

ち），他以適應基隆風土氣候的設計觀念，

規劃（東北－西南）向配置以防止西曬，

架高地坪以防潮，壁面貼十三溝面磚及黃

褐色洗石子可防水，天花板設通風口，門

窗設通風格柵及防蚊紗窗，以因應港區自

然環境。此外，這棟建築為因應戰時需求，

採用厚度 60公分之抗爆磚壁，並以 RC結

構及角隅斜樑，強化耐震功能。

雖然是一處軍事設施，但這棟建築的

內外裝修絲毫不馬虎，並呈現多元化的匠

藝。內部天花板為白灰木摺漆噴塗，地坪

為精緻磨石子飾面，廊道牆體以洗石子裝

飾，重點部位則以「泥塑洗石子」匠藝施

作弧形收邊裝飾細部美感。室內傢俱包括

司令官室內精美的壁櫃（應為存放御真影

或軍旗等重要象徵性的物品所在），辦公

室的木作吊櫃皆為原貌，整體呈現日治洋

風辦公廳舍和近現代構造技術及匠藝表現

的設計理念。

沙灣難以建置高地砲台，於是在缺乏屏蔽

的平面式砲台之前，得建構一堵牆體，作

為士兵躲避砲擊的掩護體，同時也防止時

時隨潮汐進灌的海水對砲台基座的侵蝕，

因此這樣的石圍並非臨時性建築，須以堅

實為訴求。乍聽之下，會以為這樣的石圍

應以堅石堆疊而成，但這一座在早期居民

口中的「麻糬牆」，其實是採人工將三合

土以逐層夯實的方式建成。這處大沙灣石

圍遺構不僅結構上有其獨特之處，也見證

了此區曾為軍事要塞的歷史身分。

遠遠的觀看這座石圍遺構，很像古代

大漠邊陲的烽燧，只是渾身布滿苔蕨小花

的牆體，已不見任何砲擊彈痕，好像一座

默默無語的石頭承載著時空歲月的遞嬗。

有司令官邸、有校官眷舍，那司令部

呢？好奇心驅使我沿著祥豐街往宜蘭的方

向，眷舍的工作人員說，基隆要塞司令部

大約在前方 200公尺遠。

很輕易就來到一處有高牆刺網的營

區，只是顯示屬於軍方設施的標記已移除，

市府公告這裡就是市定古蹟基隆要塞司令

部，隔著施工圍籬可以看到「光復樓」幾

個紅色大字，見有施工人員進出，我獲得

許可入內拍攝。

廣場左邊是一棟方正巍峨的國防色外

牆的兩層建築，背倚青山更顯威武，二樓

正中白色門額上書寫著「屏障東南」四個

大字，乃是臺灣光復後所題。這棟建築正

❶ 大沙灣地區最重要的考古發現是這處「大沙灣石圍遺構」，這處殘
留的石圍是清代基隆防禦性建築的一部分。

❷ 這棟背倚青山、方正巍峨的國防色外牆的兩層建築，就是基隆要塞
司令部廳舍。

❸ 要塞司令部二樓正中白色門額上書寫著「屏障東南」四個大字，乃
是臺灣光復後所題。

廳舍內部天花板為白灰木摺漆噴塗，壁面貼十三溝面磚可

防水。

廊道牆體以洗石子裝飾，重點部位則以「泥塑洗石子」匠

藝施作弧形收邊裝飾細部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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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兩處細部的特色也值得一提，建築

外牆銅製「落水管」屬矩形斷面的「角樋」

（圓形斷面為「丸樋」）。落水管自屋面下

至地面排水溝，由承接屋面雨水的天溝（軒

樋）進入具集水及轉折功能的特殊造型彎管

（鮟鱇樋），再接至直立落水管（豎樋），

豎樋下端接至排水溝。如此精緻的落水管匠

藝可看出日治和洋風建築對於屋面排水功能

甚為重視。

另一個細節是廳舍的平衡錘上下拉窗，

高挑的木構上下拉窗易於啟閉，於窗框內埋

設平衡錘及滑輪組，重量與木窗相等，此裝

置使木窗上下啟閉時，可停留於任一位置。

要塞司令部右邊的軍補庫房及光復樓為

戰後國軍所建的營舍，兩棟建築物平面呈 L

形，修復後將做為具歷史氛圍的展陳空間，

使之與司令部廳舍共構為協調一致的再利用

空間。

大沙灣除了要塞司令部，還有位於中正

路與東海街交界處的「民族英雄紀念碑」和

安置清法戰中陣亡法國士兵的「法國公墓」，

共稱為「清法戰爭紀念園區」，以紀念這段

發生在基隆的重要歷史。

車水馬龍旁的兵家必爭之地

走入今日馬路通直、房舍林立的大沙灣

地區，新一代的訪客可能很難想像，這個只

嗅得到海風和看車輛穿梭的寧靜區域，在清

代曾是砲聲不絕的兵家必爭之地，而在日治

時期，又再度成為軍事要塞，港灣沿岸的砲台、

堡壘，加上基隆要塞司令部的設置，都彰顯出

基隆作為軍事要塞地帶防禦的歷史意義。但讓

人驚喜的是，即使戰爭的硝煙不褪，生活在這

裡的人們還是盡可能的安居享樂，所以才有大

沙灣海水浴場將基隆打造成一個快樂園。

如今再訪，不論是大沙灣石圍遺構、基隆

要塞司令部廳舍、司令部官邸、校官眷舍，還

是清法戰爭紀念園區，相信每個人仍能尋得往

昔的線索，感受自身與歷史的連結。

❶ 廳舍的平衡錘上下拉窗，使得高挑的木構上下拉窗易於
啟閉。

❷ 建築外牆銅製「落水管」屬矩形斷面的「角樋」，落水
管自屋面下至地面排水溝。

❷

❶

重新規劃的大沙灣「清法戰爭紀念園區」，

是為了記念這段發生在基隆的重要歷史。

要塞司令部右邊的軍補庫房及光復樓為戰後國軍所建的營舍，修復後將做為具歷史氛圍的展陳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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